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民生新闻是非论 

时间：2007-1-10 14:11:03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郭光华 阅读1628次

  

原载：《视听界》2006年第6期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郭光华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地址：广州市大学城 

邮码：510006 

《今日一线》是广东南方电视台重要的“民生新闻”栏目，也是华南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电视民生新闻栏目。该栏目自2003年创办以来，其收视情况和影响力都令人刮目相看。 

本文所提到的“民生新闻”是与非，其内涵有两层：一是从名实的角度来分析，以《今日一

线》为例，看实践中的“民生新闻”与概念中的“民生新闻”有多大差别？或者说，实践中的

“民生新闻”哪些是理论界所期待的，哪些不是。二是从学理的角度，以《今日一线》为典

型，分析当下“民生新闻”的成功元素与存在的危机。 

一、民生新闻名实之辨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2002年第一档“民生新闻”节目《南京零距离》诞生后，在全国不少省市

获得了广泛的追捧。迅速热起来的“民生新闻”现象很快地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可以说自这一

概念诞生之日起，对它的研讨也就一直没停止过。 

“民生新闻”是什么？这是所有的研究者都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南京零距离》栏目的制片人

张建赓说：“民生新闻不是一种具体的新闻体裁，也不是一种新的新闻类型。也就是说，它不

是时政新闻、社会新闻之外的一种新的新闻样式。在电视新闻采编领域，这是一种全新的观

念，并正在形成为一种思潮，成为一种电视新闻的全新实践。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对传统的电

视新闻观念的全面冲击。”  这段话绕来绕去，“民生新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思

潮、实践，或者说这“新”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却不得而知。不知是这位倡导者自己尚心中无

底，还是刻意回避欲说还休。 

那么，我们就以《今日一线》为例来回答这一问题。 

“封面故事”可以说是《今日一线》的头版头条，我们对其先作分析。下表是对2006年7月16

日至7月25日这10天播出的内容的一个统计： 

表1：“封面故事”内容统计 

·发展报道蓬勃发展  

·“诗”话民生新闻  

·当代国外党报概况述评  

·民生新闻是非论  

·论平民化新闻的生命力  

·主流新闻要走出"软肋"  

·新时期虚假新闻新特征  

·社会问题报道辨析  

·深度报道深在哪里？  

·对分析性新闻的思考  

·新闻分层初探  

·谈典型报道  

·解析气象新闻二十年嬗变  

·审读性校对与观念转变  

·台湾报纸新闻标题刍议  

·报道的平衡与全面  

·论消息的含金量  

·发展报道：为全面建设…  

·隔行不隔理：用做广告…  

·“调侃新闻”颠覆新闻…  

·浅议“用事实说话”  

·新闻报道如何接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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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主要内容 事发地点  

路在何方 11岁小孩外出偷盗，成了“老大”。 广东韶关  

挥刀自宫 为变性一男子竟挥刀自宫。 深圳市  

抗洪救灾 韶关遭遇百年不遇洪灾，抗洪救灾产生不少感人故事。 广东韶关  

恢复交通 京广铁路遭洪水破坏，铁路工人正全力恢复交通。 广东韶关  

为子送行 在韶关抗洪救灾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李大为的父母泪别儿子。 广东韶关  

割耳 一母亲将亲生女儿的耳朵割下吃掉，并将女儿拒之门外。   广州市  

“富贵病” 一小女孩得了糖尿病，8年来学会了给自己打针。广州有医生帮助用中药治

疗。 广东河源  

“自杀？！” 一男子为讨工资而自焚。 广州市  

胆大包天 光天化日下广州市一些市场私宰肉交易。  广州市  

脑袋上有洞 一小孩头骨上天生一个洞。 广东佛山  

从上表可看出，10条报道中，除了关于抗洪的3条报道外，其他的都可以说是负面内容的报

道，并不能反映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实况。 

再来分析其中的“一线现场”报道，以7月16-30日节目为例。这15期节目，共播出新闻105

条，其中负面内容为78条，中性内容为27条，负面内容所占比例约为四分之三。下表将负面内

容作大致归类统计。 

表2：“一线现场”负面报道内容统计 

报道归类 主  要  内  容 条数 占% 备     注 

    

刑事案例 凶杀、斗殴，抢劫、盗窃、坑骗 29 37.18 正面报道1条 

事故车祸 车祸，其他人为因素危及百姓生命、财产的事故 23 29.49 其中车祸13条 

自杀跳楼 跳楼自杀（包括扬言要跳楼），或以其他方式自杀 10 12.82 9例为已自杀或欲自

杀，1例原因不明。阻止1例。 

虐待老幼 虐待老人、儿童 5 6.41 其中连续报道1次 

其他困扰 自然原因引发的灾难、事故，怪病，停电 11 14.10 因洪水原因3条 

共    计  78 100  

通过上面两表所反映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民生新闻”名实不符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似是

而非的提法应当厘清。 

1、它反映的不是百姓的生存状态，而只是百姓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不少“民生新

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都标榜要以报道百姓生活或生存状况为已任，《今日一线》的制片人也

说过：“它是纪录百姓生活，反映百姓生态的一档电视新闻节目。”  从上面的内容统计我们

发现，整个节目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内容是负面的：凶杀、盗抢、坑骗、灾难等等充斥着画面；

受虐待、受困扰、不想活等等常见于身边。这些所反映的真的就是民众生存的真实现状吗？这

是“民生”，还是民生不聊生？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性。从现在的情况来

看，这类“民生新闻”最多只能说是关注了一些百姓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报道了一些影响民

众生存和百姓生活质量的不安全因素。如果强调这就是百姓的生存现状，那么，这是不负责

的，在导向上也是有问题的。 

2、它反映的不是当下社会本质，而只是对突出事实的报道。新闻来自社会，新闻报道要反映

社会的本质真实，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衡量新闻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自然也成了理论界对

“民生新闻”的期待和“民生新闻”实践者们的自我标榜。从表2的统计情况看，刑事案例、

事故车祸几乎成了“一线现场”的两大主题。这两项报道共52条，占去了全部报道105条的一

半。而且这些新闻的发生地基本上都在广州市。这固然与广州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不佳有关，但

这些信息所构建的世界，肯定不等于现实世界，不利于人们全面认识广州市貌。正如批评者所

指出的：“大多数民生新闻栏目通篇充斥着天灾人祸、邻里纠纷、街头闹剧、奇闻趣谈等内

容。虽然，这样的新闻有其可视性，但这些并不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中宣部主管



新闻的李东生副部长有一段话说得好：“要总量控制负面社会新闻。如事故，每年那么多，不

控制报不完。如交通事故，全国每天300多人死于此，报不完的。负面新闻不能串糖葫芦，这

样组合的信息是失真的，尽管其中的单个是真实的。”  可见，说这类“民生新闻”反映了社

会和时代的本质真实，是名实不符的。倒是美国学者李普曼的“探照灯”观点可以为此作理论

支撑。李普曼认为：“新闻首先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

“它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线内。

人们不能够单凭这种光线来从事世界上的工作。他们不能够通过事件、事变和战争的爆发来统

治社会。”  将这类“民生新闻”定位为“突出的事实的报道”，恐怕要名实相符些。 

3、它最关注的不是“民生”、“人本”，而更关注节目的收视率。不少论者从“民生”字面

出发，联系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来理解“民生新闻”，最终推导出它是“以

人为本”为报道理念的。其实，自2002年《南京零距离》走红，后趋者首先看好的就是它的收

视率。其驱动力不在于它在“以人为本”的方面有多少进步，而在于它在商业上的获利。一位

去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实习的学生被总监即告之：“关注民生，奇闻趣事，突发事故，最

好是车祸、闹市打架、跳楼、跳桥、火灾等等。”学生感慨：“我今天才体验到记者惟恐天下

不乱这句话原来是真理。”也因为此，不少记者一听到突发性灾难，第一反应竟然是欣喜若

狂。显然，这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相去甚远了。已有人指出：“一些‘民生新闻’为吸引

观众眼球，对跳楼、暴力、扫黄打非、凶杀火并、色情事件趋之若鹜，为第一时间获取这一类

‘刺激性’题材，一些民生新闻栏目不惜派记者24小时守候在110指挥中心，一有情况马上随

巡警出动。在这些新闻中记者恍若一名旁观者，自然主义地记录下一段以一段的火爆场面。虽

然这样的东西对电视台的‘收视率’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将导致民生

新闻栏目走向庸俗化，并且使电视新闻媒介的公信力下降。” 当然，收视率的提高与“以人

为本”并不矛盾，但如果我们不看到问题的实质，只是好心地为“民生新闻”简单地贴上一些

炫目的标签，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民生新闻是非之辨 

研究电视“民生新闻”，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民生新闻”大大提升了收视率。以广

州地区的情况为例。1999年广东电视的市场格局是，香港与内地对比，外强内弱，香港电视与

内地电视的收视市场占有率比例为72.5%:27.5%。2001年，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准许凤凰、华

娱、星空、MTV以及香港无线电视的翡翠、明珠，亚洲电视的本港、国际等一共8个境外及香港

电视频道合法在广东珠三角地区落地，根据AC尼尔逊的调查数据，在广州地区，2001年境外频

道总共占有64.3%的市场份额,境内频道只占35.7%。2001年7月1日组建南方电视台,2003年10月

1日该台创办《今日一线》。据该台介绍，该节目经播出，迅速打破了电视新闻收视率慢热的

规律，一周之内就跃升广东普语新闻收视第一的位置。至2004年，广州地区的境外电视与境内

电视占有率持平。2005年，央视—索福瑞公司调查显示，8个境外电视频道总额只有15.7%，而

境内电视市场占有率大升，其中仅南方电视台的占有额就上升至14.0%。而《今日一线》显然

为南方电视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今日一线》的成功之处何在？ 

“民生新闻，一抓就灵”，这句话已成为中国电视业界一句名言了。它对于提升收视率为何这

样灵？原因可能有许多，不少论者也有所涉及，在这里我结合《今日一线》提出我认为最为主

要的两个方面辨析之。 

1、灾难+本土化=环境监视。从前面的列表来看，《今日一线》唱主角的是灾难报道（广义地

看，它的所有负面内容的报道都属此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灾难事故基本上都发生在本

地。表1统计的“封面故事”都是广州市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事，表2所列的78条负面内容的报

道，其中71条就发生在广州市。这就是许多论者都提到的“民生新闻”走“本土化”的路子。

很明显，灾难与本土化是“民生新闻”最为重要的两个主打元素。 



《今日一线》制片人王欣谈过一件事很令人回味。2005年5月9日发生了许多大事，所有媒体都

聚焦两件大事：一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庆典；二是台湾的

宋楚瑜在湖南祭祖。这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大事。但同一天，广州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广州

下了一天大雨，上下班高峰时期广州的交通惨遭大水的冲击，公交线路已近瘫痪，成千上万的

市民经受水浸之扰。数间学校变成池塘……《今日一线》选择了哪？王欣说：“《今日一线》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许多记者拿着长枪短炮在争远处同一个故事时，《今日一线》的记

者更多在关注自己脚下的城市，选择把这场大雨的影响讲清楚。谁受害了？谁有麻烦了？谁该

出面解决问题了？明天是否还有大暴雨？看了节目，市民明白了，心也安定了。”7 这是“民

生新闻”价值取向最生动的说明。 

灾难与本土化加在一起是什么？就是对生存环境的监视。不少论者都提到“民生新闻”是对传

媒本性的回归。这一看法我完全同意，但回归的是什么，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如黄匡宇先生

认为：“民生新闻回归传媒本性，可谓之为对当今媒体传统态度的反动：民声——报道态度，

由官到民的反动，让民声得以和鸣；民讯——报道立场，对信息失衡的反动，最大限度保证民

众的知情权；民督——报道视角，对凡事为官相隐的反动，适时披露为官者之失误，不失为实

施社会监督的良方。”8 这段论述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我认为还不是最为点穴之言。传媒的

本性（准确地说，应当是新闻的本性）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受者监视所处的环境，及时

报道不安全因素。传播学家描述新闻的发生形态时举例：在一个原始的部落，在外巡逻的部落

村民发现不远处有老虎活动，给部落村民的生存构成威胁，于是紧急向部落首领报告：“老

虎/两只/一大一小/就在附近的山头/离我们不远/正向我们走来……”。可见监视环境安全是

新闻最基本功能之一。如果说“民生新闻”回归了新闻的本性，这一点才是最突出的。对普通

老百姓来说，身边的安全、眼前的安全才是最关心的安全。从新闻价值角度来说，接近性因素

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因素，而接近性因素中，需求上的接近是最为关键的。按马斯洛关于人的需

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又是人的所有需求中最基本需求之一，特别是当环境存在不安全因素

时，这一需求会变得特别突出。《今日一线》等“民生新闻”节目抓住了这一点，不只是吸引

了受众的眼球，更重要的是抓住了受众的心理。这样，收视率的提升就不难理解了。 

2、“故事”+“现场”+“跑腿”=受众中心。《今日一线》由3个板块组成，即“封面故

事”、“一线现场”、“记者跑腿”。这三个元素所具备的意义很值得探讨。 

先看“故事”元素。不消说，这一元素在叙事作品中是最具吸引力的。自中央电视台1993年首

倡“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获得巨大的成功以来，“百姓故事”事实上成了电视节目中广泛

应用的“民生”元素。“百姓自己的故事”包含了两方面的元素：首先对故事的主角有要求，

考虑的是内容上的接近性；其次对讲述的内容有要求，“故事”内核与故事形式满足了内容的

趣味性和形式上的可接受性。但严格地说，它侧重的是前者，即“讲谁的故事”，据说中央电

视台让王刚来说这一广告语，最得意的即是其中“自己的”这一限定词说得特出彩。而《今日

一线》等“民生新闻”中的“故事”，在“讲谁”和“讲给谁听”二者上，已经变得倾向于后

者了。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今日一线》的“封面故事”并没有将故事的主角全限定在“百

姓”这一范围中，如自宫的变性人、吃女儿耳朵的母亲等，已属非常罕见者。但这样的内容是

百姓感兴趣的。“封面故事”对“讲给谁听”的重视，体现的是“受众中心论”的原则。简单

地说，受众的兴趣成了新闻选择的第一标准。 

再看“现场”元素。提供现场画面与场景，是电视媒体之于平面媒体的最大优势。关于电视媒

体，长期以来一直有“声画关系”之争，即究竟声音与画面对于电视新闻而言哪个更重要？强

调电视技术的学者往往更强调画面的意义，理由很简单，电视电视，强调的就是“视”嘛！而

现场就是最可视的元素。《今日一线•一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灾难所造成的损害画面触目

惊心：被撞得粉身碎骨的汽车，被碾得支离破碎的躯体；从高楼跳下后横陈的尸体及满地的流

血，被凶徒碎尸后的人体；凶斗后的头破血流，受骗后的悲痛欲绝……不需解说，画面已令人

颤抖。这种刺激性的画面，“视觉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按麦克卢汉关于“冷热媒介”的划

分理论，这是一种“热”的媒介方式，即画面所给的信息很全面，受者无须多思考容易掌握。

 



对于市民百姓而言，这种传播方式的效果较好。反过来说，重视电视新闻的现场要素，从客观

上满足了受众的接受特点。 

最后来看“跑腿”。《今日一线•记者跑腿》时间不长，以记者帮百姓维权为内容。在这里，具

体的“百姓”个人在现实中虽是弱者，却有记者为之“跑腿”解决问题，临时享受了一番“大

爷”的滋味。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具体变成为受众服务。即使是这种施助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大受

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即使是这种施助不见得都解决了问题（事实上，该栏目的“跑腿”事项

“搞定”的并不多），但记者的立场（如其口号为“鞍前马后，服务到家”）很让受众受用，

他们会感到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可以说，《今日一线》从内容到形式的设计，都体现了“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它赢得受众

的青睐是不难理解的。 

（二）“民生新闻”们的局限与危机 

《今日一线》的成功，并不能掩饰其局限与危机。不少论者对“民生新闻”的批评，同样是适

合于《今日一线》的。我认为“民生新闻”们的局限与危机中最主要有二： 

1、极端“本土化”带来的狭隘性。正如前所分析的，“本土化”策略是“民生新闻”们走的

一条共同路线。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关注所处城市发生的事，从而吸引本地居民的关注，

提升收视率。这点在《今日一线》所处的广州地区特别突出。和其他地区不同，广州地区是境

外电视媒体与境内电视媒体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8家境外电视媒体一度占去了约四分之三的

江山。广州的电视人称之为“与狼共舞”。境外电视媒体尽管有其竞争优势，但在关注广州本

地新闻上却是其软肋。而《今日一线》正是在这个区域异军突起。可以说，民生新闻的“本土

化”策略对于南方电视台来说，真是识时节的好雨一场。这样的灵丹妙药，能不把它用足用够

吗？ 

但是，当“本土化”策略无节制地走向极端后，两方面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一是狭隘的地

域性，一是狭隘的利益观。 

狭隘的地域性表现在对外地新闻的冷漠。据施拉姆等人1981年在东南亚所作的调查表明，许多

亚洲国家的日报特别是商业报纸竟然对发生在本国以外的新闻毫无兴趣。而当今我们所处的这

信息化时代，地理距离已不是人们交往的阻隔了。“地球村”的概念提醒我们“天涯若比邻”

就是现实的描写，提醒我们只关注本地事会局限自己的眼光。今天在北京一只蝴蝶扇动翅膀，

将会改变下个月纽约的一场风暴。如此看来，“传统新闻价值标准强调，新闻事件发生的地理

位置与指向的受众愈接近就愈有新闻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强调过分了，就成了

狭隘的地域性。这种片面的价值标准不仅导致美国受众过分注重本地、本国发生的事情而忽视

国际新闻事件，而且影响到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报道。”9    

狭隘的利益观则导致这类新闻题材的琐屑化。从表1的内容就可看出这一点。小孩头上长个

洞，小孩给自己打针等等，都可以作“封面故事”重点报道，给人感到题材的琐屑。它不是引

导老百姓去参与社会生活，关注国家大事或者所处地区发展的大事。这一弊端，已经有人看

出。如南方日报总编杨兴锋就针对此提出“小民生与大民生”的概念。他说：“所谓的小民

生，就是将关注的着力点放在百姓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寻常生活中，为百姓提供度身定做的

生活信息和服务讯息，成为他们须臾而不能离的生活参考；所谓大民生，就是更多注目于那些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及走势等新闻……通过民生的角度来解读国计的内涵和对

民生所将带来的具体、直接的影响，不但有利于促进国计的影响力，更有利于国计的深入人

心”。10 李幸也指出：“大家应该都明白，尽管我们能够靠民生新闻来吸引眼球，改善民众

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刻板印象，但是时政新闻、重大事件报道终归是电视新闻的主菜，如何未雨

绸缪，或者说我们终归是要解决‘新闻联播’类的问题的。”11       



2、过多负面内容带来的生存危机。现在已经几乎所有的“民生新闻”都被负面题材充斥。从

积极的方面来说，它对百姓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它无

疑也会影响百姓全面正确认识他所生存的环境，乃至产生悲观失望心理。中宣部李东生说：

“不要只是交通事故、奸、杀、造假等，这些只是社会新闻的一部分。要增强亮色，不要都是

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好人也会生病。”12 

一味地选择负面题材这种极端的做法，非常接近西方“坏新闻就是好新闻”的新闻价值观。其

实这在西方也是受到批评的。美国的读者曾批评报纸总是连篇累牍地报道“负面的东西和社会

的阴暗面，很难见到一丝亮色和光明，令人读了窒息和伤心。所以新闻媒体如不主动地报道社

会的进步和成就，同样是失职，同样是不负责任。”13 

可以肯定地说，过多负面内容的“民生新闻”是不利于唱响主旋律的，对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

也弊多利少的。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对此从严控制是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意外的。而对于百姓

而言，过多的负面内容也是难以培养他们的阳光心态的。媒体一味地“嗜痈舔痔”，毕竟不是

长久生存之计。这一点，从媒介生存环境来看，其道理很明白；从新闻规律来看，同样是不难

理解的。 

  新浪网：《演讲人：<南京零距离>总制片人张建赓》。 

 、7王欣：《记者，请把你的镜头对准老百姓——从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节目创办实践说

起》，《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第209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6 林海：《电视民生新闻的弊端与个性化对应策略》，《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第228

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12李东生：《新闻工作的现状与重点》，2003年9月23日在全国高校新闻院系负责人会议

的讲话。 

  [美] 李普曼：《舆论学》，第二十三章《新闻的性质》、第二十四章《新闻、真实和一个

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印本。 

8 黄匡宇：《民生新闻：回归传媒本性》，《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第47-48页，南方日

报出版社2006年。 

9 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147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10杨兴锋：《既要小民生，也要大民生》，《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第10页，南方日报出

版社2006年。 

11李幸：《当前中国电视新闻的出路》06.2.13在江苏省电视新闻年会上的发言，紫金网。 

13[美]史晶霓：《略谈美国新闻与中国新闻之异同》，《声屏世界》199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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